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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本报今日 8 版推出特稿《“不以山

海为远 携手共谱新篇” 网络主题活动特

稿之三 敞开心扉邂逅玉龙沙湖》， 欢迎

阅读。

从自治区统计局传来消息：2024 年

1—7 月，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

产量、发电量保持全国第一，多项规模

以上能源工业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从原煤生产看，今年 1—7 月，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 7.38

亿吨，居全国之首；原煤产量同比增

长 4.2%，增速较上半年加快 0.4 个百分

点。其中，7 月份原煤产量 1.04 亿吨（同

比增长 6.7%），连续 5 个月保持在亿吨

以上。

从主产区原煤产量看， 今年 1—7

月，鄂尔多斯市原煤产量 5.1 亿吨，同比

增长 4.7%，拉动全区原煤产量增长 3.2

个百分点；锡林郭勒盟原煤产量 0.8 亿

吨，同比增长 8.5%，拉动全区原煤产量

增长 0.9 个百分点。 两个盟市原煤产量

合计占全区的 80%以上。

从发电量看，今年 1—7 月，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 4620.1 亿千瓦

时，居全国之首，同比增长 10.9%。 其

中，7 月份发电量 716.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3%。

从主要发电品种看，今年 1—7 月，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火力发电量

354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位

居全国第一；风力发电量 877.3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5.7%），位居全国第一；

太阳能发电量 176.5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42.8%），位居全国第二。 （杨威）

本报讯(（记者 张鑫）据内蒙古自

治区能源局消息，上半年，内蒙古能源

主要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能源领域

重大项目进展良好，新能源并网装机稳

步提升。

据悉，上半年，能源产品产量均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煤炭方面，全区规上工业煤炭产量

6.34 亿吨、同比增长 3.8%、占年度任务

目标的 53%、 超过山西省居全国第一，

其中销往区外约 3.8 亿吨。

电力方面，全区电力总装机 2.3 亿

千瓦、同比增长 26.4%，发电量 3981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2.6%、占年度任务

目标的 51%，外送电量 153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1%， 全社会用电量 2562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

油气方面， 原油产量 160 万吨、同

比增长 11%， 天然气产量 175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3%，煤制油产量 66 万吨、

同比增长 4%， 煤制气产量 18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37%。 原油、天然气、煤制

油、煤制气产量分别占年度任务目标的

53%、56%、60%、55%。 能源产品产量均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此外，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领域重大

项目 384 个年度计划投资 3360 亿元，

上半年共完成投资 1818.6 亿元、 增长

35%，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54%，顺利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新能源及

装备制造项目完成投资 1496.6 亿元、

增长 38%， 占全部完成投资的 82%，是

拉动全区能源领域重大项目投资增长

的主要动力。

同时，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新能

源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1177 万千瓦，累

计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0500 万

千瓦，在全国率先突破 1 亿千瓦、同比

增长 49.5%，领先国内其他省区，稳居

全国第一位。

本报记者 王子旺

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 繁华错

落的立交桥下 ， 在将军衙署门前的照

壁上，“屏藩朔漠”隐约浓缩出一座将军

府的历史。

清朝为巩固疆土、稳定边陲建造了

绥远城。 将军衙署是绥远城将军的府

邸， 坐落在绥远城中心偏西北的位置，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

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

之一。

据史料记载， 雍正十三年（1735

年）， 清廷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

城）东北五里处勘定一处城址，作为右

卫城北移屯兵之用。 至乾隆二年（1737

年） 开始大规模修建。 乾隆四年（1739

年）告竣，清廷赐名“绥远城”。将军衙署

始建于乾隆二年， 已有近300年的历史，

先后共有 79 任绥远城将军驻守于此。

绥远城将军衙署是清代绥远将军

管辖归化城、 宣化等地驻兵的办公衙

门，衙署建筑风格严谨对称，足按一品

封疆大吏规格建成， 占地约 3 万平方

米，共有 132 间房屋。在衙署内，相应地

建有隔墙与通道，东侧有浓香四溢的澄

园，园内建有亭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军衙署

经过多次维修改造，成为了以将军衙署

为主体，以“绥远方式”纪念馆为辅助，

以清代建筑风格为主要基调的城市文

物景观，同时也再现了将军衙署的恢宏

景象。

本报记者 张杨

“翁牛特旗累计治理沙地 509 万

亩，综合治理率达 78%左右。 ”7 月 31

日， 内蒙古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治理

示范区， 翁牛特旗林草局副局长乌华

向记者介绍翁牛特旗近年来治沙取得

的成绩，“现在沙尘的危害比较少了，

以前一年会刮 10 到 15 场沙尘， 现在

一年有一两场，有时候甚至没有。 ”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其白线

沙地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区， 面前的这

条穿沙公路就是其白线， 起点位于乌

丹镇白音胡交嘎查， 终点位于乌丹镇

其甘嘎查，全长 15 公里。 项目区总投

资 5000 万元，2024 年实施并完成了

沙地综合治理面积 7.4 万亩。 ”乌华介

绍，翁牛特旗位于赤峰市中部，地处西

辽河上游、科尔沁沙地西缘，全旗沙化

土地面积为 667 万亩， 占全旗总面积

的 37.4%， 占赤峰市科尔沁沙地面积

的 38.3%， 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

12.2%，其中 8 个苏木乡镇、92 个嘎查

村、14 万人地处沙区， 是赤峰市境内

沙地面积最大、治理最难的地区，也是

赤峰市境内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

主战场。

翁牛特旗引进科技治沙技术，探

索出了“以路治沙”“防沙治沙与风电

光伏一体化”“以工代赈” 等翁牛特治

沙模式，路修到哪里，治沙网格就编织

到哪里，绿色就延伸到哪里。

翁牛特旗已经建成了 16 条穿沙

公路，总里程 479.5 公里，完成了公路

两侧沙地治理 351 万亩。其中，乌白路

（乌丹至白音套海苏木） 被评为 2023

年全国“十大最美农村公路”，这条公

路的建成， 直接或间接带动了近 8 万

名沿线群众增产增收， 降低产业运输

成本约 30%。

翁牛特旗全面推进以沙漠、 荒漠

地区为重点的国家大型风光发电基地

项目建设，2024 年实施风电装机 10

万千瓦、光伏装机 10 万千瓦，治理沙

地面积 8 万亩，通过农光互补、牧光互

补、林光互补、光旅融合等形式进行治

理， 让群众在治沙的全生命周期中受

益。

2023 年，翁牛特旗实施“以工代

赈”治沙模式，总投资 2683 万元，由格

日僧、 乌丹等 9 个苏木乡镇、19 个嘎

查村集体组织治理 6.2 万亩沙地，带

动 500 多名群众以沙地、资金、投工、

机械等入股方式自愿入股、就近务工，

人均增收 9000 元以上， 累计发放劳

务报酬 550 万元。 让沙地重现生机的

同时也实现了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多赢。

2024 年， 翁牛特旗计划投资 2.9

亿元， 年内完成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

35 万亩，目前已完成 26.5 万亩，剩余

的沙地将在今年秋季治理完成。

据介绍， 自 2023 年 8 月 12 日赤

峰市打响“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第一枪”

后，翁牛特旗组织开展“万名党员干部

锁黄沙栽新绿” 活动，120 多个党组

织、4 个临时党支部，栽植苗木 467 万

株， 铺设治沙网格 233 万个。 截至

2023 年 12 月， 全旗累计完成沙地综

合治理面积 509 万亩， 林草植被覆盖

度由 1949 年的 0.5%增至 29.6%。

本报记者 王丰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 横跨“三

北”、毗邻八省，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

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 同时也是沙

化土地最为集中、沙害最为严重、生态

环境最为脆弱的省区之一。 境内分布

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

“四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

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内蒙古生态

状况如何， 不仅关系内蒙古各族群众

生存发展，也关系东北、华北、西北乃

至全国生态安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自然和人

为因素共同影响，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据 2000 年卫星

遥感监测显示， 全县风蚀沙化面积达

3365 平方公里 ， 占土地总面积的

87%，还形成了三条大沙带。

自 2000 年开始， 当地下定决心

植绿治沙， 经过 20 多年的“持久

战”，多伦县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

的 6.8%增加到 37.9%，空气质量变

好了， 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

也显著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 内蒙古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把

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科学推进荒

漠化沙化防治，深入实施“三北”防

护林体系建设、 京津风沙源治理、

天然林资源保护、 退耕还林还草等重

点工程，以大工程带动大治理，沙区生

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走出了

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沙治沙新路

子。

开展荒漠化防治， 既是一场攻坚

战，又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倡导科学精

神，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 多

年来的生态治理实践证明， 一定要根

据气候特征、年降水量、地形地貌等自

然条件，宜封则封、宜造则造，宜林则

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 唯有尊重自

然规律、经济规律、科学规律，用科技

创新支撑荒漠化防治， 才能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上半年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1177 万千瓦

内蒙古新能源年中“成绩单”出炉

改革开放内蒙古实践

沐浴着大漠清晨的朝阳，记者走进

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沙日布日都嘎查

养驼户巴图布和家，巴图布和与家人正

忙着把刚挤好的驼奶存入冰柜。“一会

儿吃过早餐后就送到驼奶收购公司售

卖。 ”巴图布和说。

巴图布和于 2019 年开始养殖骆

驼，近几年，在当地政府发展驼产业好

政策的支持下，他的骆驼产业发展得红

红火火，目前养殖了 112 峰骆驼，其中

挤奶母驼有 45 峰。今年 5 月，他又投入

10 万元，建设 1000 平方米标准化养驼

圈。

“现在通过学习科学养殖技术，骆

驼养殖发展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现在

每天仅驼奶就能卖 4000 多元，每年靠

挤驼奶、卖驼毛等收入 40 多万元。下一

步，我要再扩大养殖规模，计划挤奶母

驼存栏量达到 100 峰。 ”巴图布和乐呵

呵地说。

走进沙日布日都嘎查金骆驼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只见驼圈中的骆驼个个

膘肥体健，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

骆驼投喂饲料。 据嘎查党支部书记、委

员会主任陈杰介绍，该嘎查结合地域优

势和产业布局，2017 年由嘎查党支部

牵头成立了合作社，截至目前养有双峰

驼 2000 余峰， 其中产奶母驼 1100 峰

左右， 日产奶量 2000 公斤；2020 年争

取政府发展资金 600 万元建成了标准

化挤奶基地， 通过统一提供挤奶母驼、

统一开展防疫、统一集中饲养、统一销

售驼奶的方式发展驼产业，持续促进了

农牧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我们从销售渠道和驼奶价

格等方面入手， 做好产业发展和谋划，

同时继续完善嘎查基础设施，引进优质

骆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牧户积

极参与养骆驼、挤驼奶，积极培育骆驼

产业集群， 不断推动产业向专业化、规

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陈杰说。

近年来，阿拉善左旗立足双峰驼种

质资源优势和地区发展实际，以“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方

式，做强做优做大双峰驼产业，全力推

进骆驼科学养殖和驼奶、驼绒等产品深

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发展，让一大批农牧

民依靠养殖骆驼走上增收致富路。

这段时间，阿拉善左旗驼中王绒毛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加紧收购驼毛，

原毛仓库里整齐堆放着今年刚收购的

驼毛。据了解，今年，该公司预计收购驼

毛原毛 300 吨， 一部分驼毛经过选品、

清洗、分梳等工序后，进行称重打包销

售，另一部分由公司加工制作成精美的

驼绒围巾、驼绒大衣、驼绒裤，将销往世

界各地。

“今年我们公司提早布局原材料收

购计划， 一到收购季立刻组织收购，收

购价格比去年上涨了 36%。今年的收购

时间基本在 5 月底就开始了，现在我们

入库的原毛大概 150 吨。 ”阿拉善左旗

驼中王绒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智善说。

据阿拉善左旗农牧局副局长岳芳

介绍，为了促进驼产业发展，阿拉善左

旗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驼奶产业为突

破口， 稳步推进牧区舍饲科学养殖，大

力推行“放牧＋补饲”“舍饲、半舍饲”等

养殖模式， 促进奶驼养殖方式向舍饲、

半舍饲方式转变，目前已培育奶驼养殖

户 54 户，培育奶驼 3000 峰。

“目前， 我们正在着力推进内蒙古

阿拉善盟游牧天地驼奶加工重点项目

建设，预计今年 12 月底建成投产。项目

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我旗奶业加工环节

短板， 项目投产后可每年加工驼奶

1500 吨， 同时也将辐射带动农牧户增

产增收，实现农牧区繁荣发展的目标。 ”

岳芳说。 （刘宏章 杨宜霖）

驼奶飘香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路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位于北纬 41°，国际公认的冷凉蔬菜黄金产业带，是设

施果蔬的理想种植区。

近年来，察右前旗通过强化规划引领、加大科技创新、聚焦装备升级、着力强

链补链，将本地优质的果蔬生产条件与高端设施智能农业综合体的先进技术和信

息结合，打造出具有察右前旗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图为：工人正在打理果蔬。 （赛娜 郭小燕）

察右前旗：

数智果蔬引领智慧农业新风尚

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

前 7个月内蒙古多项能源工业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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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精神中的内蒙古力量系列述评

防沙治沙是一场持久战

1—7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 7.38 亿吨，居全国之首，同

比增长 4.2%；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量 4620.1 亿千瓦时，居全国之

首，同比增长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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